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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進學校」這名字，乍聽起來，既吸引，又怕

人。

吸引的地方，在於「躍進」二字。對於落後於人

的學校來說，能夠「躍進」，能夠迎頭趕上別人，是

多麼的有吸引力！

怕人的地方，也正在於「躍進」這二字。它使人

想起「大躍進」，想起高高的、浮誇而非理性的指

標。期望愈高，成果愈大，管理學上不是有這樣的

理論嗎？

那麼，「躍進學校」究竟是可愛的東西，還是怕

人的東西呢？

要回應這問題，得看看它究竟建立於甚麼基礎

之上。

其實，「躍進學校」的建立，只基於三項基本的

工作原則＿統一目標、下放權責、利用長處。這就

是建立「躍進學校」的三塊基石。

要做到統一目標，這個目標就不能由校董會自

行制定，也不能由校長單獨制定，由全體教師一同

制定也還是不可以。學校是由校董會、校長、教



師、其他非教學人員、學生和家長一同組成的。由

當中的某部分人員制定了目標，然後要求其他人擁

護，即使不出現反對意見，也難達到真正的統一。

只有讓全校的人土都參與制定目標，經過充分的討

論，然後達致共同的目標，這樣才是真正統一的目

標。也只有這樣，大家才會全心全意地向著這共同

的目標邁進。

下放權責，並不是把權力和責任由校董會下放

給校長，也不是由校長下放給教師，而是由校董會

和校長手中下放到一系列的組織架構去，讓學校全

體員生組成不同階層的運作組織，所有有關校政的

決定，都經過最基層的組織討論，然後向上層組織

提出建議，再由上層組織作決定。換句話說，所有

校政的決策，都經過由下而上的程序。最高的決策

機構，就是作為一個整體的學校組織，包括全體教

師和學校行政人員、學生代表、家長代表、校董會

和社區的代表等。這樣，教育的成敗，就由全校一

同承擔。

「躍進學校」的第三塊基石，就是「利用長處」，

把學校裏每一個人的長處和積極性都充分調動起

來，不但要調動行政人員和教職員的長處和積極

性，還要調動每－個學生的長處和積極性。另外，

還要調動家長和學校以外的社區資源來給予學校最

大的支援。

當這三塊基石都建立起來後，一所學校的行

政，已達到最大程度的民主了。學校裏每一個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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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充分認識到自己在這個機構裏的重要性，也認識到

自己的權利和責任時，自然能夠上下一心。這樣，

還有什麼事情會辦不好呢？


